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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正值立春，以“华夏春早 雨林
茶香”为主题的2023年海南（五指山）早春
茶开采节在五指山市毛纳村开启。现场举办
开采仪式、五指山茶匠手工制茶展演、五指
山茶产业发展沙龙以及在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五指山）举办“品红茗 赏红叶”围炉
煮茶品鉴等活动，展现五指山茶的独特魅
力，诚邀市民游客共享“华夏第一早春茶”。

活动现场以舞蹈《舞动大叶 水满茶香》
开场，黎族竹木器乐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黄
海林吹起悠扬的鼻萧，乘着竹筏从河道上
缓缓进入会场。以毛纳村的自然美景为舞
台，采茶姑娘们翩翩起舞，将黎族采茶人的
生活劳作以艺术的形式呈现。

五指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孙菁表示，
五指山红茶是以海南大叶种茶树细牙嫩叶
制作而成，具有“琥珀汤、奶蜜香”的品质特
点，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认证；
去年6月，水满乡成功获批“水满乡雨林茶
园特色产业小镇”。五指山将不负“把茶叶
经营好，把日子过得更红火”的殷殷嘱托，
全力打造水满茶产业园，依托水满乡独具
特色的茶产业资源优势，以水满乡空间规
划为主、融合投融资规划和水满茶业现代
产业园建设，打造一批茶博物馆、茶加工体
验区、茶文化休闲区、茶产品展销区等综合

体，不断提升五指山红茶品牌价值，加速构
建国内领先的茶叶品牌建设与使用体系，
创建高质量的五指山红茶区域公共品牌，
同时借助“茶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办好
各种展示、展销、品茶、采茶比赛等旅游活
动，让茶文化与旅游资源形成良性互动。

乐曲欢快，春茶飘香，现场嘉宾和市民
游客都喝上了今年的早春茶。五指山红茶
具有“琥珀汤、奶蜜香”的特质，能够久久飘
香，还得益于制茶技艺。2021年，黎族传统
制茶技艺正式被纳入五指山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现场集结了 19名茶
匠，为市民游客展示了五指山红茶手工制
茶技艺。

展演中所制成的茶叶由专家进行品鉴
评审，并给参与展演的茶匠们颁发了“五指
山红茶匠人”的荣誉奖牌和证书，对茶匠们
所展现的工匠精神给予肯定。

早春茶开采节是海南茶界盛会，除了
游客与爱茶人士一饱口福，也探索“以茶促
旅、以旅带茶”的发展模式，为当地文化旅
游发展增添新动力。

活动当天还举行了茶香国风游园会，
以汉服采茶、茶园旅拍、制茶体验、围炉茶
会、点茶展示等活动吸引了不少汉服爱好
者参与。

茶在我国有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广泛
的社会实践、成熟发达的传统手工艺技能以
及种类丰富的手工制品。茶树种植、茶园管
理、茶叶制作、饮茶习俗、茶叶贸易、茶具器皿
制作……与茶相关的一切，深深融入了中国
人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古至今都是中国
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022年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
就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它整合了44个相关
国家级非遗项目，包含了绿茶、黄茶、黑茶、白
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及花茶等再加工茶
的相关技艺，以及赶茶场、潮州工夫茶、径山
茶宴等特色鲜明的相关习俗。

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制茶师们掌握了杀

青、闷黄、渥堆、萎凋、做青、发酵、窨制等关键
技艺，使不同的茶各具风味。如在武夷岩茶制
作技艺中有复式萎凋，低温久烘，这是使大红
袍呈现出“岩骨花香”独特风味的关键环节。

“手不离茶，茶不离锅，揉中带炒，炒揉结合，
连续操作，起锅即成”，则是洞庭山碧螺春采
制技艺的技术要领。

炒茶也是很难掌握的一门重要技艺。西
湖龙井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樊生华曾说：
炒锅温度至少有220摄氏度，连续炒茶一个星
期，手指关节都不能打弯。这一道工序，包含
着手上的搭、磨、拓、斗、推等10多个动作，并
要用像打拳一样的力量来控制，才能炒出西
湖龙井独特而丰富的香。

揉、捻、搓的力度，通过双手拿捏；炒、烘、

焙的温度，通过手心手背感应；发酵的程度，
通过观、望、嗅来判断。经过制茶师的双手，茶
树叶中含有的儿茶素、咖啡碱、茶氨酸等成分
被焕活为多种香气，造就了茶叶的灵魂。

中国人酷爱茶，不仅因为它的曼妙滋味。
泡茶、喝茶、赏茶、品茶在1000多年前就形成
了具有仪式性和审美性的茶道，对中国人的
性情涵养产生深远影响。建窑建盏、宜兴紫砂
壶、传统音乐茶山号子、传统舞蹈采茶灯、传
统戏剧采茶戏等，都是为茶而生，茶为文化生
活的丰富和再创造提供了不竭动力。

茶作为载体，也见证了中外文化交流的
历史。如近邻的日本茶道、漂洋过海的英式下
午茶，都源于中国茶叶。2019 年，联合国大会
宣布将每年 5 月 21 日确定为“国际茶日”，以

赞美茶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中国传
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进一步拓展和提升了
中国茶的影响力。

茶，连接着人与自然，连接着历史与现
实，连接着中国与世界，连接着文化、经济和
美好生活。

目前，我国关于茶的文化遗产，包括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世
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等多种类型，成为深化

“大文化遗产”观的典范，也将为新时期文化
遗产保护带来启发。

66个“非遗工坊
典型案例”公布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公布了66个“非遗工坊典
型案例”。一批工作成效突出、社会效果良好、
人民群众认可度高的非遗工坊案例入选，呈现
出新时代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的美丽图景。

此次公布的66个“非遗工坊典型案例”涉
及纺染织绣、食品制作、雕刻塑造等多类非遗
项目，覆盖了44个脱贫县、5个国家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体现了各地非遗助力乡村振兴的
经验成效，具有较强的参考借鉴意义和典型推
广价值。

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共同推动开展了非遗
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支持各地依托本地区富有
特色、具备一定群众基础和市场前景的非遗资
源，累计建设了 2500 余家非遗工坊，其中
1400余家位于脱贫地区，覆盖了450余个脱
贫县和85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非遗
工坊日益成为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会同相关
部门加强非遗保护、促进就业增收、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日
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认可。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会同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乡村振兴局，持续推
动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加强非遗工坊建
设，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贡献力量，推动包括脱贫群众在内的广大
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据文化和旅游部官网）

青海格尔木：
为市民打造优质的阅读环境
叶西措

近日，笔者在青海省格尔木市图书馆看到，
不少读者聚集在这里度过浸润书香的时光。

才万就是在这里阅读“充电”的读者，她
说：“我经常过来看书，为考试作准备。这里很
安静，学习氛围也好，非常高兴有一个这么好
的公共学习环境。”

格尔木市图书馆总藏书量达60万册，除
为广大读者提供纸质文献资源的检索、外借和
阅读外，还提供网上数字文献资源的检索、在
线阅读及文献传递、下载服务。为了更好服务
读者，图书馆内设图书阅览室、电子阅读室、报
刊阅览室、少儿阅读室等，有阅读坐席680个。
同时为格尔木市新建3处城市书房挑选、参
编、上架图书8846册次。

格尔木市图书馆副馆长周淑琴介绍说：
“为满足广大市民的文化需求，我们的工作人
员在春节期间轮流值班。接下来，我们将持续
开展全民阅读、文化惠民等活动。”

笔者走进格尔木体育场东侧的城市书房，
一下子感受到浓厚的阅读氛围。

格尔木城市书房管理人员刘晓红介绍说：
“城市书房作为图书馆的一种新型服务模式，
融入创意元素，在推动全民阅读的进程中承担
着重要角色，在市民15分钟文化生活圈打造
中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格尔木市已建成城市书房5个，学
习阅读书吧1个。城市书房藏书超4万册，让更
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阅读环境。

本报讯（吴建平）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北岸镇瞻淇村嬉鱼灯习俗由来
已久，今年，为把民俗与旅游结合，促进乡村振兴，嬉鱼灯从正月初二
（1月23日）开始到十八（2月8日）结束，为近年来历时最长。每晚鱼灯
表演吸引周边村民和外地游客观赏，大家拍照片、拍视频并上传到网
上，进一步提升了瞻淇古村落的知名度、美誉度。

据介绍，鱼灯是传统手工艺品，鱼身用竹子编制，鱼皮用宣纸制
作。鱼皮用手工描绘上色，鱼肚内安装光源。一只鱼灯一般由两个人合
作展示，一人鱼头，一人鱼尾，伴随鼓乐，做出各种形态动作。嬉鱼灯如
今已成当地过年保留节目，既表达了大家热爱生活、祝愿家乡兴旺发
达的浓烈感情，也有力促进乡村旅游做大做强。图为1月31日晚，瞻淇
村村民舞动8只大鱼灯、上百只小鱼灯游古村穿古街，美丽鱼灯照亮瞻
淇千年古村落。

春风浩荡春风浩荡，，新一年的新一年的 热闹起来热闹起来
箐枞

茶文化:“大文化遗产”观的生动实践
罗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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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被中国人视为基本生活物资。中国茶以令人惊

叹的丰富品类，铺陈出广阔土地上多姿多彩的生态与文化。

如今，我国茶叶的种植面积、从业人群、茶产量及产值均居世界前列，中国茶文化也

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近两年，中国在茶文化传播上频频发力，喜讯频传。2022年5月，

“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2022年11月，“中国

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22年12月，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系统性保护工作。计划于2023年9月举行的第四十五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普洱景迈

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将作为中国唯一申报的项目接受审议。

一年之计在于春。从南到北，新一年的茶事又热闹起来。

2月6日，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护国镇中
心小学校五年级一班的同学们，走进护国镇
梅岭村“纳溪特早茶”种植园举行“开学第一
课”，通过体验采茶、古法制茶、品茶以及学习
茶文化，让学生在乐趣中体验劳动的艰辛，感
受中华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据悉，四川第十届茶叶开采活动周将于2
月10日-12日在纳溪区举行。

早在1月19日，中国·泸州纳溪特早茶新
茶上市媒体见面会就在北京人民日报新媒体
大厦人民网1号演播厅举行。此次媒体见面会
旨在以茶会友、以茶弘文、以茶联谊，践行茶
为国饮的理念，畅谈特早茶的广阔发展前景。

纳溪区产茶历史悠久、品质优良，早在唐
宋时期就有“纳溪梅岭茶”曾为贡茶的记载，
是全球同纬度最早的茶叶产区，是中国特早
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形成了特早茶产业发
展带。“纳溪特早茶”获得农业农村部农产品
地理标志保护认证，成为中国—欧盟地理标
志互认产品。

近年来，四川省提出了“打造千亿茶产业”
和“培育精制川茶”的战略目标。

在2022年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包括来自四川
的南路边茶制作技艺和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

“喝的是茶王，话的是茶事，这才是一场
真正的‘茶话会’。”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杨江帆
声音洪亮，赢得掌声一片。

2月5日上午，福州茉莉花茶传承人、茶
企代表、行业专家及主管部门代表等70余人
齐聚一堂，共同参与“2023新春茶话会暨福州
茉莉花茶茶王品鉴会”，共商茶事、共话发展。

茶话会上，2022年茶王赛中高票当选的
六款“茶王”集中亮相，一杯杯热腾腾的茶逐
一上桌，并由获奖茶企代表介绍其特色。

伴随着鲜灵持久的花茶茶香，茶座上的
“茶客们”轻呷细品，领略茶王的魅力。

茶香缕缕中，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现场气
氛活跃，行业专家、茶企代表共话发展。

“茶的下一个热点，就是花茶。”杨江帆教
授认为，福州茉莉花茶符合市场期待，要花大
力气扶引龙头企业，形成更好的行业带动力。
同时，他提议，福州茉莉花茶不要“就茶论
茶”，可多拓展保健、康养、旅游等领域，丰富、

健全花茶的全产业链条。
“民营与国企共同发力，将更好地打造福

州茉莉花茶‘金名片’。”春伦集团董事长傅天
龙说，当前，福州茉莉花茶已逐渐走出国门，
走进米其林三星餐厅等场所，让更多人认识
福州茉莉花茶。

政府“搭台”，企业更好“唱戏”。闽榕茶业
董事长王德星表示，企业将紧随政府部门脚
步，培养更多的窨制工艺传承人，并期望与金
融体系合作，共谋花茶经济。

统筹“三茶”发展，做大、做强福州茉莉花茶产
业，是福州相关部门新一年的愿景和努力方向。

“我们计划在今年策划场高峰论坛，邀请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中的34项
制茶技艺来到福州，一同展示中国茶文化。”
市文旅局二级调研员陈思源向在座的传承
人、茶企代表发出诚挚邀请，“希望每个人都
能讲好花茶故事，在更多活动场合、平台分享
花茶工艺与文化。”

茶事

安徽歙县：美丽鱼灯照亮千年古村落

海 南 共赴一场春茶之旅

四 川 茶山里春来早

福 建 同品茶王，共商茶事

“放飞冀艺”2023年
河北省村晚展演精彩上演

本报讯（陈正 闫烁 武明月）唱身边事，演
身边人，赞乡村新变化、新生活。2月5日，“放
飞冀艺”2023年河北省村晚展演主会场活动
在邯郸市复兴区户村镇牛叫河村精彩上演。

当天15时许，动感十足、活力四射的节目
《舞动复兴》，拉开了主会场活动序幕。之后，
《摘花椒》《燕赵雄风》《大美邢襄》等节目轮番
上演，让现场和线上观众充分领略了燕赵大地
武术、皮影、戏曲等丰富多彩的民间传统文化。

本次活动以“群众演、演群众、乐群众”为
活动形式，线上线下结合，不仅汇聚了全省多
项特色民间文艺项目，还融入了农民自编自导
自演的作品。除主会场外，还有沧州市吴桥县、
唐山市路南区、邢台市威县、邯郸市涉县等4
个分会场。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好物推荐”环节，通过
国家公共文化云、河北公共文化云等网络平
台，宣传推介当地特色农产品、文化产品及乡
村旅游项目，助力乡村振兴。


